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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视 野

3月7日，49岁的杭州人陈航走

了。这是一位孝顺的儿子、慈爱的

父亲、无可挑剔的丈夫。半个多月

前，在家吃饭的时候，陈航突然半身

发麻头晕，经过医院全力抢救仍未

等来奇迹，他终究还是走了。

妻子陈女士回忆：我先让他躺

下休息，休息了一会儿，我问他：感

觉有没有好点？老陈说，还是老样

子。“我当时就意识到，老陈可能发

生了脑梗。我马上拨打了 120急救

车，直接送到浙二医院。经过全力

抢救，仍然无法挽救生命。”陈女士

说。

据浙二医院脑重症医学科胡颖

红主任介绍：陈航出现“脑干出血”

转入了脑重症医学科，入科时已深

昏迷，气管插管，呼吸机支持呼吸。

经全力抢救，病情无好转，经过临床

评估，以及脑电图和脑血流检测确

认，患者已判定为脑死亡。

当陈航被评估为脑死亡后，陈

航一家萌发了在他身后捐献器官

的想法。这不是临时起意，“陈航

之前也聊起过这个话题，以后如果

发生意外，要把器官捐献出来。”一

家人经过商量后，当即表示：陈航

身后进行器官捐献，让他的生命得

以延续，能够挽救他人生命，我们

同意捐献。

去年 12 月，这个家庭，刚刚送

走了陈航的父亲。老父亲在医院卧

病 5 个月，陈航两兄弟日夜照顾，

“同一个病房的家属、护士，都说，你

家儿子太孝顺了！这样的孩子太少

了。但现在，陈航也……太可惜了，

他才 49 岁，如果有下辈子，一定要

再做我的儿子。”在母亲眼里，陈航

是个孝顺的儿子。

“老陈生前就表示要捐献器官，

我们替他完成心愿，他总是笑眯眯，

别人有需要，他总是二话不说去帮

助。”在妻子陈女士眼里，陈航是个

无可挑剔的丈夫，往昔还一桌子吃

饭的丈夫，这就永远离开。

小陈，千禧年出生的孩子，大一

的学生，他拿着手机，相册里是满满

与父亲的回忆，陈航出现在小陈生

命中的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周岁的

生日，毕业时分，外出游玩……“我

还没有学会什么本领，还没有赚钱，

我身后依靠的男人没有了，再也没

有机会孝顺他了。”小陈含泪抱了奶

奶。

3月7日下午，陈航从浙二医院

脑重症 ICU 推出，送往手术室。经

过前期的核酸检测评估，在那里，陈

航捐出心脏、肝脏、肾脏和角膜，完

成生命的交接仪式。手术室里，医

护人员集体向陈航鞠躬致敬。

之后，四台移植手术，在浙二医

院接力展开。陈航的生命在4位患

者身上得以延续。

柯静

生命最后一刻，他救了4条命

3月12日，在省红十字会，刚刚

迎来自己 18 岁生日的嘉兴桐乡姑

娘张杨星月，选择送给自己一份特

殊的成人礼，这份礼物不是生日蛋

糕，也不是贵重礼物，她选择了一种

特殊的方式：无偿献血、加入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队伍、登记成为器官（组

织）捐献志愿者。

“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早上 7 点半，张杨星月早早起

了床，一家三口从嘉兴桐乡出发，前

往杭州，她要完成一份特殊的成人

礼。

从早上一直到中午 11点多，张

杨星月按照流程，先到省血液中心

无偿献血300毫升，留取8ml血样登

记造血干细胞入库，加入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然后来到省

红十字会填写自愿书、报名登记器

官（组织）捐献。历时几个小时，张

杨星月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这份特殊

成人礼，她跟爸妈合影留念，记录下

了成年的特殊时刻。

在签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表的时候，张杨星月说：“那一

刻我其实是有一丝丝犹豫的，人对

死亡总是有一种未知的恐惧，签登

记表的时候，突然感觉好像离死亡

很近了。不过我一想，人一旦去世

了，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也就填了

表格。”

其实，对于这一天，张杨星月等

了很久了。张杨星月说，自己几年

前就跟父母讲过自己的这个想法，

但是因为人体器官捐献必须要等到

成年，所以这个愿望一直埋在心里，

等待成年的那一天。

张杨星月的爸爸张剑说，“之前

听女儿说起她的想法，我跟她妈妈

都支持的，因为我也献过血、捐过造

血干细胞，有过经验，所以会跟她讲

一些注意的事项，让她没有心理障

碍和顾虑。”

一家三口都是“三献”志愿者

看到眼前才 18岁的姑娘，选择

这样特殊的方式为自己庆生，不少

人都对她竖起大拇指：“小姑娘，真

是了不起！”

同样，大家也很疑惑，小姑娘怎

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原来，这跟姑娘的爸妈有着很

大的关系。张杨星月的父母都是

“三献”志愿者。所谓“三献”，是指

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器官

（组织）捐献。

姑娘的爸爸张剑，今年 48 岁，

在桐乡市环保局工作，中国民主同

盟盟员。妈妈杨鹰今年45岁，在桐

乡的金融系统工作。

2002 年，张剑第一次献血。他

想，“举手之劳，能献一份爱心也

是好的”。第二年，张剑加入了

献血志愿者队伍。之后的好几年

里 ，他 每 年 年 初 一 都 会 带 上 女

儿 ，去 桐 乡 市 区 的 献 血 车 上 献

血。张杨星月说：“从小跟着老

爸去献血车，所以早就习惯了，

今天献血也很顺利。”

2009 年，张剑成为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

2014 年，张剑在省中医院捐

献了140ml造血干细胞悬液，挽救

一名远在云南的 9 岁儿童。他也

因此成为了桐乡籍捐献造血干细

胞第一人。后来，张剑又加入省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多次志愿

护送造血干细胞给患者。

同年 5月，张剑和妻子杨鹰郑重

签下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

成为桐乡市首对登记器官捐献志愿

者夫妻。后来，杨鹰也成为了一名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她也期待着能

像丈夫一样，能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救人。

“可能也是受了我们夫妻俩的影

响，我小舅和小舅母经常听我们说起

捐献的事，后来也主动要求登记捐献

器官（组织）。”杨鹰说。家里的老人

们也越来越理解他们的想法。

龙凌

百 姓 故 事

桐乡18岁女孩的特殊成人礼

防“疫”知识

复工后就餐该怎样做？

就餐前

就餐前，排队过程中要佩

戴口罩，减少语言交流，与相邻

顾客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排

队时打喷嚏的话，用纸巾遮住

口鼻或者采用肘部遮挡这些措

施。取餐时应避免用手直接触

碰频繁接触的物品表面，在付

款时尽量选择二维码等非直接

接触的电子支付方式，减少采

用现金结算。

就餐时

在就餐前选择表面清洁的

桌椅，最好是靠近门窗等通风比

较好的位置就坐。要注意手卫

生，可以用洗手液在流水状态下

洗手或者是用手消毒剂。用餐

过程中，摘下口罩时一定要注意

保持口罩内侧的清洁，避免污

染。避免面对面就坐，最好是同

向坐，而且相隔距离最好一米以

上。尽量缩短就餐时间，减少同

行人员的交流。如果餐厅人员

比较多，打包是比较好的选择。

就餐后

就餐后，要立刻离开餐厅，

减少在餐厅的逗留时间。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

蔓延，但通过改善关键资源的获取

状况，仍有可能缩小传播范围，降低

死亡人数。日前，国际红十字与红

新月运动发起一项 8 亿瑞郎（约合

8.23亿美元）的紧急捐款呼吁，帮助

全球最弱势社区遏制“新冠肺炎”疫

情的传播并从疫情打击中恢复。

“此次疫情使整个医疗系统面

临风险，而在医疗系统本就脆弱甚

或完全缺失的地区，局势还会恶化。

强有力的社区应对行动是遏制病毒

扩散的关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主席弗朗西斯科·罗卡

表示，“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移

民、流离失所者、无家可归者以及灾

害频发地区的民众往往感染风险最

高，能获取的医疗服务最少，因丧失

收入而受到的影响最大。他们绝不

能被遗忘。对于正在一线参与应对

行动的红十字与红新月志愿者，我

们必须加大支持力度。”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呼吁捐款 5.5 亿瑞郎（约 5.66

亿美元），以支持国家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开展医疗服务、预先部署

物资、进行风险传播、从地方反应

的全球网络吸取经验教训、为受影

响家庭提供现金补助以及减轻大

规模疫情爆发的影响。其中，1.5

亿瑞郎供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支持有需要的国家红会，

其余 4 亿瑞郎将由各国红会在本

国募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捐款

2.5 亿瑞郎（约 2.56 亿美元），以在

冲突和暴力局势地区开展应对行

动、支持医疗机构与拘留场所、遏

制疫情在流离失所者及被拘留者

中扩散并确保其能够就医，以及支

持各国红会开展应对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

毛雷尔表示：“受冲突严重影响的

社区本已饱受磨难，资源匮乏。国

际社会必须加大支持力度，以免这

些民众的处境雪上加霜。病毒扩

散不分国界，这是一项全球问题，

只能通过全球行动来解决。”

两大红十字国际组织呼吁，遏

制疫情在全球快速扩散，需要全社

会协调行动，包括国家层面的资金

投入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

球，但最弱势民众的风险尤为突出。

政府、个人、社区、机构和捐赠方必须

在各个层面团结一心，减轻这场健康

危机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作为

全球最大的人道网络。其志愿者与

工作人员基于社区开展工作，帮助

各国最为弱势的民众，包括医疗与

社会福利体系资源匮乏国家的民

众；从近期灾难中恢复的民众；移民

和流离失所者；生活在冲突地区、面

临持续暴力局势的民众；住在城市

贫民窟的民众；被拘留者；以及因新

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经济冲击而遭受

影响的民众。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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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相关防护问答

1、骑共享单车应该如何做

好防护？共享单车企业是否需

要频繁给车辆消毒？

疫情期间骑共享单车时，

尽量避开人群聚集地，且中途

不做过多停留，务必遵守交通

规则，同时需加强手卫生。建

议骑车时佩带手套，到达目的

地后，摘除手套并进行手卫生

（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

双手）。如手套为重复使用，应

及时清洗。

共享单车企业应保证车辆

清洁，可正常使用；如车辆有明

显污染物，清洁后可用消毒剂

或消毒湿巾擦拭消毒。

2、地铁票会不会传播病毒？

目前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

方式仍以飞沫和接触传播为

主，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和保

持手卫生可有效预防病毒传

播。理论上循环使用的地铁票

有传播病毒的风险，但概率极

低，建议使用地铁票后及时洗

手。有条件时，推荐使用个人

交通卡或手机APP支付方式。

3、在外使用公共洗手间时

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使用公共卫生间时应注意

正确佩戴口罩。使用坐便器

时，如厕后先把马桶盖盖好，再

冲水。如厕后用洗手液（或肥

皂等）流水洗手，使用干手机吹

干，或一次性纸巾擦手。

72岁老人的温暖愿望

“ 我 想 将 遗 体 捐 献 给 国

家”，这是长兴县雉城街道上杨

村村民72岁龚新海老人的温暖

愿望。近日，雉城街道红十字

会的工作人员来到老人家中，

为他办理了遗体（组织）捐献志

愿登记手续。

龚新海说，自己患有胰腺

肿瘤、后循环缺血、肺结节病，

这些年来，家里遭遇困难，多

亏社会各界许许多多好心人

的帮助，才能度过难关，这只

是他想为社会做的一点小小

的回报。

据了解，龚新海老人有一

儿一女，2014 年女儿患上乳腺

癌不幸逝世。女儿离世时外孙

女正在参加高考，在社会各界

的帮助下，外孙女顺利地完成

了大学学业，现在又留学国外

继续深造。龚新海每天最开心

的事就是通过微信与远在异乡

的外孙女聊天，分享国外见闻。

外孙女现在的学习生活，对于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龚新海老人

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他主动联系村红十字会表

达了捐献意愿。一开始亲属们

都不理解不支持，他就一个一

个地去说服，终于得到了亲属

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愿签订了

《浙江省遗体（组织）捐献志愿

书》，希望逝世后能够捐献遗体

（组织），用于医学研究和帮助

其他病患。

顾彩祥

卡口执勤，红十字志愿者挽救生命

近日，宁波市奉化区一名

退休教师捧着一面锦旗来到奉

化区红十字会，感谢救助他母

亲的红十字志愿者江玉飞和马

冬辉。他说：“太感谢了！真没

想到，关键时刻，是红十字会的

志愿者救了母亲的命。红十字

会从事的都是救死扶伤的善

事，不仅在经济上救急救难，关

键时刻还救人性命。”

原来在 2 月 24 日，两名红

十字志愿者和一位党员志愿者

阿姨在桃园社区卡口执勤。执

勤过程中，阿姨突感不适，红十

字志愿者江玉飞连忙招呼她坐

下休息，并给她按摩。一会后，

江玉飞发现阿姨开始出现四肢

无力、语言障碍等，情况有些不

对。江玉飞是一名红十字救护

培训师，拥有专业的急救知识

和技能。凭借多年的急救知

识，她初步判断，阿姨可能是小

中风。“如果是小中风，救治时

间的早晚很关键，越早越利于

康复。”江玉飞说。

江玉飞立即叫上另一位红

十字志愿者马冬辉，一起开车

将阿姨送往医院急救，并垫付

了诊疗费和医药费。事后急救

医生说：“病人发病突然，幸亏

救 助 及 时 ，否 则 后 果 不 堪 设

想。”经过抢救，阿姨脱离了危

险，目前恢复较好。

“区红十字会为有这样的

志愿者而感到荣耀和欣慰，这

也是区红十字会一直以来大力

推广急救培训的用意。今后我

们将以更大的力度、在更广的

范围推广应急救护培训，为守

候群众生命尽最大努力。”区红

十字会负责人表示。

高雨峰


